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蒿赖河即耗来河，又名嗓子眼河，曲折蜿蜒于多伦诺尔、达里诺尔之间，是达里湖的
四条给水河道之一。

“蒿赖河边处处沙”，这条弯弯曲曲的河边到处是沙土，给人荒凉的感觉。诗的开篇
就把人情绪拉低。接下来写到“停车难觅野人家”，有多荒凉呢？把车停下来，找了很久，
也没有发现一户人家，是一个偏远荒凉之地。第三句，“应昌故址余孤塔”应昌路又称鲁
王城，是元代弘吉剌部兴筑的城郭，元代灭亡时，顺帝从大都北京、上都正蓝旗流落至此，
是现今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曾经繁华的应昌路现在也只剩下一座塔，孤零零地站在
那里鸟瞰旧城遗址，向人诉说往昔的繁华。元代诗人杨允孚在《滦京杂咏》中写道，“东城
无树起西风，百折河流绕塞通。河上驱车应昌府，月明偏照鲁王城。”与此诗中的应昌路
又形成鲜明对比，同一轮明月，时代不同、心境迥异，排遣的情绪自然大相径庭。最后一
句，“倒印寒流影自斜”阵阵冷风吹过，塔的影子在飒飒风中颤动，好像倾斜了一样。清寒
河水中倒映的塔影，构成“落花人独立，寒流影自斜”的场景。虽然，诗人用了“影自斜”，
可是，影子怎么能够无缘故自己倾斜呢？不过是把景融入了个人感情罢了。正如王国维
所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这首写景抒情的诗篇，融汇了诗人内心的迷茫和叹慰，如一幅
简笔画，情在景中，心已漂泊，怀古念今，令人遐思。

赏析： 红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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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留塔影
■民国王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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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是那崇高而不可企及的梦
想，六便士是为了生存，而不得不赚取
的卑微收入。多少人只是胆怯地抬头
看一眼月亮，又继续低头追逐赖以温
饱的六便士。”这是《月亮与六便士》里
的一段话。

现实又何尝不是如此，每个人心
中都有一个月亮。大家都想要追寻心
中的月亮，可是奈何六便士才是真正
需要的东西，没有六便士带来温饱，又
怎能有去追寻月亮的勇气。在这个物
竞天择的世界里，你我皆是追光人。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
人。你我同在一条洒满月光的林荫
道，月光朦胧如夹杂着玫瑰的晨雾那
样温柔，又像是情人的密语，那样芳

醇；低低地，轻轻地，像微风拂过琴弦，
像落花飘零在水上。即便如此，我们
也在朦胧的月光的照耀下，追逐那六
便士，追逐着生存的资本。

这个世界就如同张爱玲所说：
“笑，全世界与你同声笑；哭，你便独自
哭。”对的，事实就是如此，世界都可以
分享你的微笑，但痛苦只会让你自己
承担。你成功，世界与你一同喜悦，你
失败世界上没人可以分担你的痛苦。
午后的第一缕阳光，来自遥远的太阳；
你我的成功来自那遥不可及的梦想。

有的人生来平庸，但在追寻梦想
的路上不卑不亢，向着崇高的梦不断
前行；而有的人纵然生的高贵，但就连
大步向前都不愿。追梦路上你我皆为

过客，不知何时、何地、何人触碰到了
月亮，更不知如何暂停，只能通过赚取
六便士来铺出一条可以碰到月亮的
路。

人的一生就如同草木，经历荣枯，
看似稍纵即逝，实则无比艰难。我们
有什么理由在追梦路上停滞不前呢？
似乎没有。无论他人或自己在追寻月
亮的路上都应努力。经历几场春日芳
菲，看几度新月变圆，总有一天我们能
追到月光的尽头。

半山腰太挤，我们山顶见。通往
山顶的路很苦，但不要担心，这一路都
有月光陪伴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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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说歹说，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
道的父亲，终于卖掉了家里那头老黄
牛，进城与我们生活在一起了。

父亲来的第二天，恰逢周末，我打
算带着他下楼去熟悉小区环境。正要
开门，突然听到门外有动静，我从猫眼
里看到，隔壁的刀疤叔在等电梯。身
后的父亲问我：“咋不走，洞洞里看到
了啥？”

我低声说：“邻居也出门，我们等
两分钟再出去。”

“这是为啥？”父亲惊讶地问。
“免得打招呼，尴尬。”看着瞪大了

眼睛的父亲，我解释道，“城里人都这
样，大门一关，老死不相往来。就算十
几甚至几十年的老邻居，也是如此。
人们各自带着自己的隐私在生活，不
愿意被人打扰。”

父亲摇摇头，觉得不可思议，喃喃
地说：“在咱乡下，端着饭碗也去邻居
家串门，那才有人情味儿……”

“慢慢您就习惯了。”我笑着对父

亲说。
刀疤叔，是我在背后给邻居取的

绰号。他五十出头，瘦弱黧黑，左侧额
头到眉心，有一道瘆人的刀疤。我猜
测，他年轻时应该是个小混混，刀疤是
打架所留下的。反正无论怎么看他，
都不像个好人。所以我经常警告 10
岁的儿子，别跟邻居说话，尽量躲着
他。虽然与刀疤叔做了一整年的邻
居，哪怕在电梯门口偶遇过两次，我也
假装打着电话，没跟他讲过一句话。

可没想到的是，父亲来的第三天，
我刚下班回来，儿子就跑过来，在我耳
边告状：“爷爷中午做饭，去邻居家借
酱油了！我还听到，爷爷跟那个刀疤
爷爷有说有笑，还让刀疤爷爷有空过
来坐坐呢！”

我郁闷半天，劝父亲说：“城里不
比在农村，人心难测，您少跟外人来
往。也只有在乡下，民风淳朴，知根知
底，人们才会客气地说那句‘有空来坐
坐’。”

父亲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
我又问：“厨房不是还有酱油吗，

您借什么酱油？”父亲显得有些不好意
思，尴尬地笑了笑。

意外的事情，发生在半个月以
后。凌晨两点，我在睡梦中，右下腹突
然剧烈疼痛，我猜测是急性阑尾炎。
豆大的汗珠滚滚而下，我痛得满床打
滚。爱人出差未归，儿子急得团团转，
这时，父亲毫不犹豫地敲开了邻居的
门——刀疤叔穿着睡衣跑过来，先打
了120电话叫急救车，然后二话不说，
把我背在他瘦弱的背上，急匆匆地下
楼……

挂号、交费、检查、办住院手续，刀
疤叔马不停蹄地忙着。天边泛起鱼肚
白时，他才疲惫地对父亲说：“老哥，都
办好了，只是小
手术，您别太担
心。我回去眯一
会，八点要上班
……”

我躺在病床上，模糊地看着刀疤
叔远去的背影。心怀感激，我轻声问
父亲：“这刀疤叔……您知道，他姓啥
吗？”

“姓张，弓长张。”父亲说，“误解总
是源于缺乏沟通。他额头上的不是刀
疤，而是伤疤。年轻时骑摩托车，为了
避让突然从路边跑出来的小女孩，自
己撞在了电线杆上……”

我当初对父亲的责怪，现在变成
了由衷的钦佩。父亲初来乍到，就敢
于打破城里人的规矩，去主动敲开邻
居家的门，同时也敲碎了彼此的隔阂。

“等出院，回家以后，让张叔有空
来坐坐。”我眼里噙着泪花，无比惭愧
地对父亲说。

有空来坐坐
■董川北

打开张玉良刚刚付梓的长篇纪实文学《老经棚•尘缘旧梦》，就打开了老经
棚300多年的往事画卷。

爱书的人最大的欢喜就是得到一本好书，本人酷爱历史，相比于纯文学作
品，书籍的历史属性更能激发我的阅读快感。

品读这本以海量史实为蓝本，详实记述了克什克腾旗经棚镇的历史变革、
生息繁衍和市井百态的鸿篇巨制，我看到的是作家深爱家乡，深爱这片土地的
拳拳赤子心。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论你走到哪里，不管你身归何处，故乡永远都是内心
深处最柔软的存在。世人皆如是，张玉良自不例外。我们看到，他的故乡小镇
经棚就像一条无形的绳索，始终捆绑着他，不论他在天涯地角，都会被拉回来。
他就像一只展翅高飞的风筝，牵着他的那条绵长却又韧性十足的线始终都拴在
经棚老宅的那棵果树上。而果树下就是他无忧无虑的童年，还有妈妈慈爱的目
光。

作家刘亮程说：“文学写作，就是一场从家乡出发，最终抵达故乡的漫长旅
程。”

我认为作家的日常写作是需要一个支点的，而这个支点一定是家乡，家乡
所有气质都赋予他不一样的气质和财富。

克什克腾旗广袤的草原给了张玉良清新的空气、明媚的阳光、甘甜的泉水，
还有风声、雨声、鸟语和花香。所有这些，都是他认识世界和家乡的介质。透过
这些介质，家乡给了他独特的气息，这种气息就是他辨识世界、界定世界的不二
准则。家乡则成了他独一无二的精神领地。

在当下，报告文学、非虚构、纪实文学、传记文学等诸多门类纷纷亮剑出鞘，
圈地造势。我认为，基于每个人的理解不同，各种提法都是合理存在的，没必要
相看两厌，更多的应该是理解和包容。其实，他们之间既有相同和特质，又有不
同内涵。有人这样定义这种新兴的文体：“纪实文学”是一种快速反应客观真实
的现实生活的新兴文体，是报告文学的小说，也是小说话的报告文学。它以真
人真事为基础，可以有一定的虚构，但要有一定限制。

《老经棚•尘缘旧梦》里，张玉良通过采访亲历者或者亲历者的后裔，在依
据客观的历史文献，日记，照片等资料，用艺术性的手法，再揉入他的思想和写
作经验，用文学手段表现反映出了老经棚300多年的历史、人物故事和现实生
活。

作家历时十年完成的这部长篇著作，50余万字，老照片就有300多幅。那
么多黑白照片，有战争年代的，有和平时期的，有生活的日常，又有小人物，大背
景，还有家庭的、社会的；丰富多彩的老影像，哪一张不是弥足珍贵的历史瞬间，
哪一张不沉淀着沧桑过往。

这本耗时10年，工程量巨大的著作，参考书目就有41种。既有旗志、县志，
又有简史、人物传记、地名志、物质文化、民俗文化等多种文化的参考。可以说，
这本《老经棚•尘缘旧梦》是集各家所长，多方摄取营养的上乘佳作。

本书十章，每一章都有不同的主题。从“经棚源流”讲起，到小镇的“动荡流
离”，再到“市井百态”“商海钩沉”“佳肴飘香”“匠人起家”，最后讲到“燃情岁月”
中作家的文学梦想。老经棚沧海桑田的300年跃然纸上的同时，笔者在跳跃穿
梭间，带领读者在游历了北方重镇的自然风物后，又回归理性的思索与探究。

不止一次去过经棚，关于经棚的记忆总是零星的，散碎的。对于经棚的历
史更是知之甚少，不是我不好学，而是缺少了原乡人的那种赤诚和热爱。

通读此书，最大的感受就是张玉良为我们重塑了经棚的根骨及形象。他为
我们整理构建了老经棚完整的骨架之后，又用文学的妙笔为这座沧桑古镇塑造
了血肉和美学感官。

内蒙古赤峰市是个多民族大融合的城市。这里各民族聚居，在长期的生活
繁衍中形成了独特的社会文化。在这片草原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经过几百
年的碰撞擦出火花。而聚焦经棚，你会发现，这里就是广大北方地区的一个缩
影。

岁月留痕，张玉良为我们梳理出了“走西口”“闯关东”这些移民大事件的脉
络。而伴着那些为养家糊口而颠沛流离的工匠们的到来，也拉开了赤峰乃至整
个北方游牧地区民族大融合的序幕。当年这些怀揣着梦想，从山东、河北、山西
想闯一翻事业的匠人们，在经棚驻足，为那个时代的“工匠精神”做了最好的定
义。

其实，不论是工匠精神的诠释，还是闯关东、走西口等移民大事件的记述，
如果结合现实社会考量，你会发现其中千丝万缕的关联。当年大量汉族人口的
输入，诚然有统治者的戍边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如今，大量人口
的流出，也是经济大潮下一个时代的必然发展。不论是当年的输入，还是现在
的输出，都是历史在特定时期的双向选择，这也正是张玉良本书的现实意义所
在。

我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文化的传承与知识密不可分。在人类历史
中，文化、文明正是通过社会遗传方式延续下去的，又借助人们的不断创新而形
成变化，由量变的积累和沉淀而最终导致质的飞跃，从而形成在质上明显不同
的文化和文明。

一个地区的文化留存，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流传途径，比如报告文学、个人传
记、纪实文学、乡野传说等等。张玉良此书的积极意义在于，他不同于正史，却
是经棚这一特定的地域不可或缺的文化总结和补充。

孜孜不倦的探寻追究，永远是人类发展进步的基石。本书由点带面，借助
一件件历史事件的客观陈述，再加以合理的想象来为他讲好老经棚的故事服
务。由此可以断定，本书的写作意义决不是简单的复述历史，而是在总结前人
经验的同时，为后世子孙燃起了一盏照亮前世今生的文化明灯。

张玉良是赤峰本土非常有影响的老作家，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始终笔耕
不缀。陆续发表出版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影视剧本、史志、通讯等200余万字。

他的文字细腻而有质感，柔软而又坚强。他时而客观，时而理性，时而抒
情。在他的笔下，那些人物、老故事、老物件都鲜活了起来。

“在城镇的夹缝中，总有几处被遗忘的角落。我停留在小镇的西街头，眼前
的旧城改造把过去的旧房屋全部扒倒，空荡荡的街巷显得那么幽静。”作家是敏
感的，一但触碰到这个塑造了他人格特征、思维习惯和心理定位的地方，他就会
变得无比多情，无比忧伤。

张玉良说：老经棚是故乡尘封已久的历史缩影，是一部展现经棚300多年往
事的画卷，是人世间的尘缘旧梦。尘封，是记忆；打开，是光阴……

打开旧时光阴
——读张玉良长篇纪实文学《老经棚·尘缘旧梦》

■素心

近日，长篇纪实文学《老经棚•尘缘旧梦》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叙记了有经棚以来近300年的沧桑往事，是一部寻找克旗发展脉络、研究克

旗历史的好书，具有丰富的史学价值。

《老经棚•尘缘旧梦》全书50余万字，老照片300余幅。书作者张玉良花费

了近10年的时间，查找史料近万册，采访数千人，从经棚发展的各个层面揭开了

尘封已久的记忆。全书共10章，包括经棚源流、动荡流离、市井百态、商海钩沉、

佳肴飘香、匠人起家、路履沧桑、宗教庙会、翰墨世医、燃情岁月。

张玉良从19岁开始写作，在40多年的创作生涯里先后出版了《克什克腾草

原公路文化》《拾零集》《公路赋解读》《回溯经棚》《静静的雨夜》《克什克腾旗公

路交通志》等书籍，总量达300多万字。

张玉良 揭开老经棚尘封的过往
■王莹莹


